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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市气候灾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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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化对城市气候妥素的显著影响与城市气侯灾害的致灾过程密切相 关
。

本文

从南京慕雨
、

高温
、

雾等气象因素变化
,

闲迷南京城市主要气候灾害及其危害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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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我国一座重要大城市
,

近些年来城市规模发展迅速
,

现代城市病态也相继出现
.

19 4 9 年到 1 9 8 3 年
,

南京城区面积扩大了 3 倍
,

1 9 5 0 年工业用地仅占城市总用地的 3
.

15 写
,

到

1 9 8 5 年工业用地已占到 20
.

26 %
,

面积增至 26 倍
〔幻 。

自 1 9 7 4 年以来
,

随着城市用地激增
,

南京

的耕地
、

绿地面积有减无增
,

生态环境趋放恶化
.

踉随着南京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过程
,

也出现了

多样化的城市灾害
,

城市气候灾害是其自然灾害之一当前南京城市主要气候灾害为城市雨涝

水害
、

城市高温灾害
、

城市雾害等
。

1 城市气候灾害
我国东部受季风影响十分显著

,

降水分布很不稳定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因此
,

我国东部许

多城市经常遭受早涝灾害的困扰
.

此外
,

一些社会人为因素还引发了城市气候灾害的发生
,

或

者加剧了城市气候灾害的危害程度
。

L l 城市雨涝水害

暴雨是造成城市雨涝水害的气象因素
.

根据南京 1 9 0 5一 1 9 9 0 年 (中有间断 )间 80 年的降

水资料统计分析
,

日雨量在 50 毫米以上的各级暴雨集中在 6
、

7 月份
,

为全年总 出现次数的

57 %
。

从南京 1 9 0 5一 1 9 9 0 年 78 年的一 日最大降雨量的时间变化来看
,

暴雨也都集中在 6一8

月份
,

而其中日雨量李 1 00 毫米的占 37 写
。

南京夏季的降水变率为 54 %
,

是苏南地区降水变率

较大的一个地方
。

这是南京城市雨涝水害形成的一个气候背景
。

由于城市建设加速
,

涵水绿地

迅速减少
,

下垫面透水表面积急剧缩小
,

加之城市排洪泄水能力不足
,

在较大的突发性暴雨出

现后
,

迅速出现城市雨涝水害
。

分析南京 19 5 1一 1 9 90 年 40 年各场暴雨的逐时降水资料
,

其中

突发性强降水类型为 81 %
.

在南京市区出现的雨涝水害中
,

72 %是这种强降水所致
.

1 9 7 2 年

7 月 3 日
,

南京陡降大暴雨
,

日雨量为 10 4 毫米
,

但其中仅 3
、

4 时两个时次的降雨量就达 59
. ’

5

毫米
,

为当日雨量的 57 %
.

由于历时短
,

降水强度大
,

造成城区约 18 纬的面积被淹
,

一般永深

收稿日期
:
19 9 1一1 2一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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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米
,

最深处达 1
.

0 米
,

主要干道交通中断 4一 5 个小时
,

工厂因进水被迫停产
,

直接经济损

失在 2 0 00 万元以上
。

根据南京市历年淹水资料可见
,

由于排洪能力加强
,

市区淹水时间大为

缩减少
,

但因城市建设扩大
,

希区淹水面积并未能减少 (表 1 )
。

表 1 南京市区淹水情况与降水强度对照

5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平均市区淹水面积 (平方千米 )

平均淹水时数 (小时 )

1 0 年平均一 日最大降水量 (毫米 )

8

7 8
.

9

1 7

9 6
.

3

8

1 0 3
。

0

南京暴雨的 日变化特征十分明显
,

在上午
、

下午及上半夜与下半夜 4 个时段中
,

出现在下

午这一时段的暴雨次数为 40 %
。

不同时段的强降水对城市社会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
。

在社会

经济活动盛期
,

则严重地扰乱社会正常生活秩序
.

1 9 8 9 年 8 月 13 日下午
,

一场突发性降水其

中 1 4 时一个时次内降雨 46
.

2 毫米
。

顷刻间
,

市区内新街口 以北城区许多地段被淹
,

太平南路

等商业繁华地段也相继水荡荡
,

干道交通 中断
,

水害影响一直持续了 3一 4 个小时
。

城市建设虽

然发展迅速
,

但雨涝水害仍困扰着南京城市正常经济生活
。

L Z 城市高温灾害

南京市夏季高温的显著特点是出梅后气温迅速升高
,

增温幅度大
,

持续期也较长
。

据南京

1 9 5 1一 1 9 9 0 年气温资料分析
,

出梅后平均 7 天最高气温即升至 35 ℃以上
。

南京 日最高气温)
’

35 ℃的高温 日数平均有 14 天
,

其中连续出现) 35 ℃的高温时段平均长 6
.

2 天
。

60 年代后期至

7 0 年代前期
,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气温普遍下降
。

依据南京 1 9 0 5一 1 9 9 0 年极端最高气温资料分

析
,

自 60 年代以来
,

极端最高气温平均每 10 年下降 0
.

5℃
。

在大范围普遍降温背景下
,

城市高

温热害也应有所减缓才是
。

实际上
,

随着南京城市发展
,

城市热岛效应也相应加强
。

50 年代中
,
一

、

,

从、

丫聂高气温差值平均为 0
.

8 ℃
‘ ,

80 年代为 1
.

3 ℃ 〔幻 ,

90 年代初我们观测到为 1
.

5℃
。

城

市热岛效应的增强削弱了高温趋减的影响
,

夏季晴热酷暑导致城市高温灾害发生
。

1 9 8 8 年 7

月连续出现了 日最高气温) 35 ℃的高温天气
,

长达 17 天
,

最高气温为 38
.

5 ℃
。

长时间的高温

酷热极易引发各种次生灾害
。

据调查
,

在此期间南京市医疗系统收治了大量的重症中暑患者
,

其中热中风发病率与高温曲线同步
,

老年人首当其霓
。

以 2 71 例重症 中暑患者为例
,

虽经抢救
,

死亡率仍高达 35 %
。

城市严重缺水是城市高温灾害的次生危害
。

南京市 7
、

8 月份最长连续无降水天数平均为

8
.

6 天与 10 天
,

而其中又有半数以上的天数的 日最高气温在 35 ℃以上
。

连晴酷热天气是城市

严重缺水的自然诱发因素
。

依据南京市区用水资(料分析 表 明
,

气温在 30 ℃时
,

每增高 1 ℃
,

日用水量平均增 加

1
.

5%
,

最高气温在 37 ℃时
,

需水缺额为 日供水量的 10 %
,

且 随气温的升高
,

日用水量指数递

增
,

导致市区自来水的供
、

需严重失调
。

夏季高温期间
,

全市水厂超负荷
“

红线
’户

运行
。

在用水高

峰期间
,

以致一些生产企业单位被迫停水
。

南京城市供水能力虽再三增加
,

但在晴热高温天气

出现后
,

仍难以克服高峰用水时的严重缺水问题
。

随着城市高层住宅增加
,

用水标准提高
,

这种

城市缺水状况
,

将因高温天气的出现而加重
。

L 3 城市雾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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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雾多
,

这是城市气候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

由于城区内风速较小
、

凝结核多
,

造成城市多

雾
,

这两个原因都是来自城市内部的特性
.

根据南京小教场 1 9 5 6一 1 9 9。年气象资料
,

南京全年雾 日数平均为 25
.

2 天
。

从南京近 35

年的雾日数变化看
,

明显的有着递减的变化趋势 (图 1 )
。

很显然这与南京城市发展
,

城市热岛

效应逐步增强有关
.

随着热岛效应的增强
,

在同样的水汽条件下
,

相对湿度减小
,

大气稳定度降

低
,

不利于雾的生成
。

图中断线表明了南京 30 年间人 口变化情况
,

也反映了城市发展规模对南

京雾日数变化的影响
。

南京雾的出现时间以下半夜至 日出

0 0O0目,. ,二

(以)撅m城

洲7060(片冲�翻口K

00
�之j, ,几1月

前为多
。

冬季平均生成时间是在 5 时 12

分
,

平均消散时间是 8 时以后
.

在冬季雾

日总数中
,

89 %的雾是相对湿度在 96 %

以上的浓湿雾
。

早晨是老年人外出健身

活动
、

职工上班
、

学生上学等出行高峰时

段
,

浓雾则加重了雾害
.

江苏省卫生防疫

站 1 9 7 5一 1 9 7 7 年测 定
,

南京冬 季 5 0
:

平均浓度为 0
.

138 毫克/米
3 ,

是夏季的

两倍
.

所以城市雾害最直接危害城市人

群健康
.

城市雾害还对城市交通造成深刻 的

影响
。

南京长江轮渡冬季因浓雾停航每

年多次发生
.

成为渡江搭乘火车等城市

正常活动的一大难题
。

195 5 1 9 6 0 19 65 19 70 19 75 1 , 80 1 98 5 1 9 90 年份

图 l 南京城市人 口变化与雾 日数变化趋势 ( 1 9 5 6一 1 9 90)

一粗实线
,

雾 日数 5 年滑动平均
,

一细实线雾日数变化趋势

一 一断线
,

南京格区人 口 5 年滑动平均

2 结 语
长期以来

,

在城市发展中
,

比较重视城市的建设规模
,

而对因气候因素城市 自然生态环境

恶化的研究重视不够
,

对城市气候灾害的危害影响则更为忽视
.

其结果正如在城市雨涝水害的

危害分析中指出的
,

城市建设规模发展迅速
,

但雨涝水害仍困扰着社会正常活动
.

因此
,

有必要

加强城市气候的一些特征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评价
,

以及城市发展对城市气候变化的反馈

作用研究
,

其 目的是要充分利用城市气候中的有利条件
,

将不利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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